
2018 考研专业课：经济学复习笔记之政治经济学
专业课也是考研众多学科中的重要一门学科，无论对于哪一门学科我们的复习是

都不能落下的，专业课我们也必须是要早早的抓紧复习，不能到了最后再复习，

那就有些晚了。文都考研小编为大家整理了 2018 考研专业课经济学的基础知识，

将基础知识牢记于心，对后期的复习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。

政治经济学

我们需要讲的是，这个政治经济学(公共选择学科)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

经济学是两码事。

以下我们会涉及到这些论点：

孔多赛悖论(Condorcet paradox): 多数规则没有产生可传递的社会偏好。

也就是他会有两个结果，1)确定议程会对民主选举的结果产生影响

2)多数投票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社会真正的想要什么

我在这里想要给出田忌赛马的故事作为例子。齐国的马真的是最好的马么?

其实他并没有真正的体会出我们想要的结果——也就是最好的马。

所以说，什么叫做先下手为强。同样的两个能力差不多的人，也许你早下手

一些，你要占据的优势可能就要明显的多。

阿罗不可能定理：数学结论表明：在某些假设情况下，没有一种方案能把个

人偏好加总为一组正确的社会偏好。

中值选民是王：多数规则将选出中值选民最偏好的点。

http://kaoyan.wendu.com/zhuanyeke/fuxi/


这里会发生一个奇怪的事情哦。我们看下面这个图就知道了。我们需要记住

的是，少数人的观点不会被过多的人重视。

我们看到。黄色的区域是中值部分，尽管他的人数不是最多。但是选择他的

优势最大，因为它会赢得 60 个人的支持(小于 10 亿美元的选择)。如果你选择绿

色的 15 亿美元的话，只能得到 40 个人支持，尽管选择绿色的人数最多。但是

它不是中值选民。

这样的话，我们以后再投票的时候就要小心了。注意，你的观点不是要得到

最多的人的支持，而是要得到中间选民的支持。这样才是对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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